
112
MÓIN-MÓIN

R
ev

is
ta

 d
e 

E
st

ud
os

 s
ob

re
 T

ea
tr

o 
de

 F
or

m
as

 A
ni

m
ad

as

中国传统皮影
罗玲

皮影，又称“灯影戏”或者“影戏”。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影戏表演是在
宋代,距今也已经超过千年。它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是一种古老独特的民间戏曲
艺术。中国皮影广阔的分布于大江南北，大小差异各不相同，极富地域特色。据
《中国影戏》书中所作皮影分布图来看，全国除新疆、西藏、贵州、广西、海南
和澳门以外的二十八个省都有皮影分布，范围如此广泛让世人惊叹。（附图一）

一．中国皮影七大影系
全国皮影，按照大的文化背景划分，可以分为南北两派。而根据其造型

特征差异，按照地区的不同，两派影戏又可分七大影系：“1.秦（陕西省的简
称）晋（山西省的简称）影系。包括陕西皮影，甘肃皮影、山西皮影、四川北部
皮影、青海皮影。2.滦洲影系（又称唐山影系）。包括河北东部皮影、北京东城
皮影、东北皮影、内蒙皮影。3.山东影系。4.杭州影系。包括浙江皮影、上海皮
影。5.川（四川省的简称）鄂（安徽省的简称）滇（云南省的简称）大影。包括
湖北皮影、四川灯影（成都灯影）、河南南部皮影和云南皮影。6.湘（湖南省的
简称）赣（江西省的简称）影系。包括湖南影戏和江西影戏。7.潮州影系。包括
广东影戏、福建影戏和台湾影戏。”1                         

笔者经过多次田野调查和近二十万件馆藏皮影的整理工作之后，选择各
大派系中具有典型代表特征的传统皮影和戏班进行介绍，期待能将中国皮影的各
种形态尽可能完全地呈现出来。

二二各大影系典型特征
1.1秦晋皮影造型特征
秦晋皮影，使用牛皮雕刻，广泛的分布在陕西、山西、四川北部等地。

其中陕西皮影以咸阳为界，往东为东路皮影，往西为西路皮影。两路皮影差异甚
微，其总的特征是：高约30厘米，身形小巧、精雕细琢。小生（男角），小旦
（女角），高额头直鼻梁，樱桃小口，形象妩媚，所谓是“弯弯眉，线线眼，樱
桃小口一点点”。陕西皮影无论角色如何，最显著的特点是影人都是高额头，俗
称“岩颅”，其前额突出的形象，显示出人物天庭饱满、神气十足。（附图二）

秦晋皮影的青海、甘肃、重庆、山西皮影等都与陕西皮影的风格差异不
大。就中国皮影博物馆馆藏的青海皮影来分析，较之陕西皮影略小，造型精致，
细腻，刻工传神，少了些陕西影子的复杂繁琐，却多了些简约美，也是笔者比较
喜欢的一批影子。（附图三）此青海皮影为“解马子”造型，属武旦扮相，头戴
草圈子，一手执鞭，在脚处有一小环，可固定在马背上，与马鞍相连接，在马身
上能灵活翻跃，表演不同姿势的武术动作。

1.2 秦晋传统皮影戏班
经过笔者的多次田野调查，在尚存的皮影戏班中，陕西省西安市的“雨

田社”皮影戏班、甘肃省环县的“史家班”和四川省南部县的“何家班”是秦晋
影戏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皮影戏班。

“雨田社”皮影戏班，由五个人组成，俗称为“五人忙”。五个人分
别是：“前声”，负责演唱和部分乐器的演奏；“签手”，负责全部皮影的表
演；“上档”和“下档”负责部分皮影的演出，也叫作“帮签”；“后台”，负
责部分乐器的演奏。前声中有擅长悠扬唱腔的“碗碗腔”2表演艺人，也有“弦板
腔”3皮影艺人。（附图四）

甘肃环县的道情皮影是道情和皮影相互结合的产物，汲取了陕西皮影和
甘肃环县当地的民歌小曲最终形成了以悠扬激越的道情为曲调、精雕细刻的陕西

1 参见江玉祥著《中国影戏》，第1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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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为道具、曲折婉转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剧目的戏曲表演形式。“史家
班”，是环县道情皮影戏班中的典型代表，其典型代表乐器是渔鼓和尖板。（附
图五）

四川省南部县的“何家班”只有两个人，现任班主何华平从父亲何正同
手中继承戏班，自父亲去世以后，他便负责皮影的操纵和演唱。他的叔叔何天奎
负责伴奏，一个人操纵锣鼓、唢呐等四、五种乐器。“何家班”的特点是皮影表
演技巧精湛，组织形式却非常简单，是传统家庭戏班的典型代表。（附图六、
七）

2.1唐山皮影造型特征
唐山皮影最早起源于滦州，现在改名为滦县，隶属唐山，故而唐山皮影

同时又被人称作“滦州影”，全用驴皮雕刻。影人多为正侧面造型，谓之“五分
脸”。正面角色造型的典型特征为脸谱的通天鼻梁造型，传说是观世音的侧脸，
这和影戏最初与佛道传教结合相关，早先弄影多讲佛传故事，起到宣扬教化之
用。

唐山皮影中的特定人物“大小师兄”多用全脸或七分脸造型。大小师兄
是唐山影戏中的丑角，多在演出正戏或折子戏的间隙出场逗乐。这也是唐山皮影
的一大特点。（附图八）

唐山皮影的驴皮皮薄，透明度高，影人也轻，这就方便了操纵。在唐山
有个人称“箭杆王”的齐永衡先生，他“双手能舞百万兵”，一双手能操纵出百
万兵马战斗的场景。这也正是因为唐山皮影的轻巧所致。（附图九）

2.2唐山传统皮影戏班
传统唐山皮影戏班中，负责皮影表演的人有不同的称呼，台左边的叫

做“上线”，台右边的叫做“下线”，辅助操纵的叫做“贴线”，对所有操纵皮
影进行演出的艺人们都统称为“拿线”的。在传统唐山影戏表演中，最具特色的
当属旦角的演唱形式，俗称“掐嗓”唱法。这些旦角由男艺人担当，演唱时候，
用手掐着喉咙演唱，以达到男声变女声的效果。（附图十）

3.山东济南皮影
济南皮影，属山东皮影的一支，经三代传承至今有近百年历史。现代济

南皮影用塑料制作。山东皮影素有“二人一台戏”、“二人忙”的说法，据山东
李氏皮影第三代传承人李兴时老人回忆，小时候祖父（李克鳌）和父亲（李福
增）两个人一起演出，祖父挑签，父亲就伴奏，两个人演出一台戏。到90年，自
己尝试着一个人来完成演出和伴奏。因为演出时候必须用手操纵影子，所以只有
用脚来完成伴奏。一步步摸索一步步改进，终于达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人一
台戏”。每每演出，李兴时先生总是一个人先组装好自己的乐器架，调整每个乐
器的位置，再站立在乐器架前用脚踩出一个个鼓点来调试。小小的红色乐器架，
合理的安放着四种乐器，鼓、锣、梆子、镲，仿似可以踩的架子鼓。（附图十
一）

4.杭州皮影
浙江海宁皮影，杭州影系中一支，源于南宋，随宋代皇室南迁而流传江

南，至今已有900年历史，2003年海宁皮影戏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
又被国务院批准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早期多使用羊皮做影，现
在用牛皮制作。海宁皮影的典型特征是轻雕刻，重彩绘。造型上颇具江南风格。
比如小旦头上装饰的排排“流苏”，富有江南印花布特色的包帕，以及水乡船娘
特有的装束都一一透露着江南之风。这使得浙江海宁皮影皮影既有窗花剪纸之
妙，又有苏杭刺绣之美。（附图十二）

2 婉婉腔皮影：是由于乐器中以碗碗为主要节拍乐器。
3 弦扳腔皮影：属于陕西西路皮影，因为乐器中有弦子和板子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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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皮影，杭州影系中一支，在清光绪年初，七宝镇人毛耕渔在浙东学
成皮影表演技艺后，回乡组建“鸿绪堂皮影戏班”，于光绪六年（1880）春在解
元厅作首场演出，从而使七宝皮影戏成为最早最完整地扎根、开花于上海地区的
江南皮影艺术。七宝皮影如今留存下来的实物不多，据传人介绍，自清光绪年间
留存下来的早期皮影都是用湖羊皮制作。当年，太湖地区盛产羊，俗称“湖羊”
。因湖羊羊皮薄透明度高，传统影具都用湖羊皮制作。现在七宝皮影艺术馆表演
用的皮影，由其馆长朱墨钧先生等人用现代PVC材质喷绘以玻璃颜料制成。（附图
十三）

5.大皮影
成都大皮影，如何发祥无史料记载，在清朝末年较为盛行，有16个“成

都灯影”班之多4，又查《成都方志》得知，清末民国时代成都周边县城内还有许
多皮影的玩友组织，至三、四十年代受到电影的影响，一些茶馆里经常演出的皮
影戏也只有在寺庙里祈福还愿才能看到了，传统影戏就这样慢慢消逝。现在，响
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2006年，成都成立了中国皮影博物馆，现在
馆藏有20万件全国各地皮影。

成都皮影按照尺寸大小，分为大、中、小皮影三种。现如今传世的只有
大皮影和中皮影。大皮影身高六十到八十厘米，中皮影身高二十至三十厘米。成
都皮影古朴、庄重、典雅、大气的造型特点在中国民间皮影艺术中独树一帜。 

生角造型中，圆睁的大眼使影人显得炯炯有神，尤其是武生造型，着装
多镂刻雪花，梅花等纹样，细致紧密的铠甲造型，北方影子中称之为“靠”。有
些在胸部、膝盖等关节处镂刻虎头或豹头纹，疏密有致，配上帅盔即是将军，配
以一般的武生头子极为士兵，威武雄壮的形象展现得恰到好处。（附图十四）

丑角造型中，有在面部施以显眼的颜色或使用滑稽的着装，有的大大镂
刻眼部，，似鱼状的眼睛，紧抿着小嘴，下颌向里收紧，简洁的几根线条就能展
现出诙谐、逗趣的特征，看后让人忍俊不禁。这也是成都皮影的一大特点,因为受
到地方戏川剧的影响，丑角富有滑稽的效果。（附图十五）

早期成都皮影现在存世不多，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中国皮影博物馆有
收藏。法国皮革博物馆有收藏，还有些散落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湖北大皮影，用牛皮雕刻。湖北皮影中的大皮影又称作“大门神”。影
人与成都大皮影尺寸相当，雕刻拙朴浑厚，脸谱写实，是皮影中比较古老传统的
一种。典型造型特征在脖茬处，其脖子的安插件中空，看上去似有两个脖茬。据
笔者目前所见皮影来说，只有湖北和湖南皮影有这种情况。（附图十六）

云南皮影，用牛皮雕刻，腾冲大皮影比较个性，其造型粗犷、豪放，有
些影人身着蜡染服饰极富少数民族特色。（附图十七）

6.湖南纸影
传统湖南影中，最具特色的首推纸影。它由几层纸粘贴在一起后剪切，

拼接成型，有的中间还夹有红色的玻璃纸。似窗花般效果，极具特色。影人头则
是一种称作“塞洛洛”的塑料片制作而成，上面用毛笔绘出人物五官形象。（附
图十八）

7.潮州影
潮州影中的台湾影戏据传是在郑成功时期，潮州人阿万师带进军中，后

来定居高雄县，收下5个徒弟，致使皮影戏开支散叶开来。2005年在河北唐山举
行的第一届国际皮影艺术节时候传统的影戏班有“光盐纸影社”、“宏兴阁皮影
团”参赛。现存台湾皮影，发展变化，有皮影、纸影、还有塑料影。

三．结语
笔者研究中国皮影博物馆近二十万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皮影馆藏，七大影

系中制作秦晋影子的雕刻工具多达二十几种，其特点是雕工精致细腻，纹式复杂

4 参见清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之游玩杂技，灯影戏”,巴蜀书社1987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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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影人的高额头“岩颅”造型是其典型特点。而制作同样大小的滦州影子，
就只有一把刻刀。在手工艺人的鬼斧神刀下，影人的胡须、头发等细致处，能达
到丝般细腻程度，影人的通天鼻梁造型是其典型特点。山东皮影，馆藏的传统驴
皮影，造型与唐山皮影无异，而现在使用的济南塑料影，其形象保持传统造型，
尺寸上加大许多。它的典型特点更多的是在表演的技艺上超出了前人，人称“一
人一台戏”。杭州皮影的典型特点是在制作上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使用彩绘的
方法，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韵味。成都大皮影相对来说雕工更为细腻，而湖北大
皮影的简单、大气，在众多影子中造型风格独树一帜。同属大影的云南皮影，无
论是武生服的棱角分明，还是小旦服的蜡染风格，随处都能体现出少数民族的独
特风情。据中国皮影博物馆馆藏一批潮州影，有纸影也有皮影，纸影在装饰手法
上采用绘的方法，皮影与其他地区无异，采用雕刻手法，尺寸偏大。

再据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传统的中国皮影戏班，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河
北、甘肃、陕西等北方一带。以甘肃环县为例，从2001年环县皮影保护中心的数
据显示，仅环县一个县传统皮影戏班就多达47个（附图十九）。这些戏班演出传
统皮影戏，剧目种类繁多，多为历史故事、民间演义和传说。有“唐三千，宋八
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之说。由于地域的差异，受当地不同民间戏曲文化的影
响，戏班的演出形式和效果又各具特色。如别具一格的唐山“掐嗓”唱法、甘肃
的道情皮影戏、陕西的碗碗腔等各种腔调的皮影戏，构成了多种多样的传统皮影
戏。
目前，传统皮影戏班正在慢慢消逝，本文的初衷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传统
皮影戏，使其得到充分的保护，从而传承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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